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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祭祀文明源远流长。据《左
传》记载一段史料分析，六地淮夷部落至少从春
秋时期就开始了祭祀始祖皋陶活动，明清的《六安
州志》上均记载了春秋两季祭祀皋陶和孔子的礼仪程
序。我市清明纪念法祖皋陶从2000年设市以来已连续进
行了十几个年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年有所改进和
提升，并越来越受到社会上关注。
皋陶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优秀代
表。我们不能把纪念典礼看作一项简单的例行活动，
而要看到在皋陶这个历史人物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
意涵。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追
念先人，能使民风归于淳厚。我们希望透过纪
念皋陶活动背后的文化意义，起到宣扬优
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美德、增进
社会和谐的现实作用。

法祖皋陶，上古四圣，功德无
疆，皓月星辰，辅助尧舜，开启文
明。倡五教，以弼五刑；立九德，
以资用人；行五礼，规范举止；亲
九族，部落睦邻。仁义理天下，施
惠重安民。佐夏禹，勘水文，植桑
，兴农耕，历经三代，首创盛世
乾坤。呜呼幸哉，《尚书》《史
记》，留下亘古信史；夏禹封地，
后裔立国六英；唐宗御赐，谥封德
明皇帝；众姓繁衍，延脉炎黄子
孙；种德传世，天下仰知其名。
平安六地，诞生皋城，辉煌文

化，皋陶始兴，四海注目，六安东
营，始祖陵墓，万古遗存。此乃我
之荣，我之幸，将世世代代，刻于
骨，铭于心，脉源滔滔流至今。泱
泱四千年，故地新生，红色沃土，
水碧山青，幽幽茶谷，飘香果岭，
生态城市，美丽乡村，百业兴旺，
奋力脱贫，古都新韵，五色缤纷。
皋陶故里，万象更新，迈进小康
年，拼搏大复兴。
我法祖圣地，承传统，讲文

明，倡法治，牢记根，悠悠万代，不忘初心。编文集，研文
化精髓；开论坛，汇华夏贤人；聚法官、论弘扬之要；制动
漫，创普法之新；办讲堂，助全民学法；建园林，播皋陶精
神。正可谓：獬豸威武，维护法律尊严；惊堂木响，发出正
义之声。贪官震慑，百姓欢欣，狱神在上，法网公平，八方
孰能不垂青！
庚子冬春，突发疫情，举国上下，竭虑殚精，清明时

节，频传佳音。习主席、党中央，精准施策，指挥英明；医
护人员，舍生忘死，白衣仁心；全国人民，严防严控，众志
成城。因特殊时期，不宜聚人，仅吾等代表，花篮奉呈。其
余民众，依托微信，网络直播，共表赤诚。感尔——— 创法为
始祖，念尔——— 划地为牢神，谢尔——— 冠名为皋城。日月昭
昭，万古光明，伏惟尚飨，大德永存！

古韵悠悠，淠水汤汤；草木青青，高
香郁郁。4月3日上午9时，一年一度的六
安市纪念法祖皋陶祭典活动在庄重肃穆、
绿树环绕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皋陶墓
前小广场举办。在长号呜呜、鼓乐阵阵声
中活动拉开帷幕，全程以中华传统礼仪，
缅怀先圣、告慰先灵、归宗认祖、慎终追
远，参加现场活动的人们感受到一次时空
对话的心灵洗礼。

《左传·文公五年》记载：“臧文仲
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
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据《水经
注·沘水》载：“夏禹封其少子，奉其
祀”，并准确记载了皋陶墓的位置。由此
及彼分析，在六安在块古老的土地上，民
众祭祀皋陶至少有2600年以上历史。后
人为了祭奉皋陶，曾修建了皋陶墓、皋陶
祠、种德寺等场所，唐代诗人皮日休和宋
代大文豪欧阳修、苏轼等曾为皋陶墓赋
诗、撰文。在清雍正《六安州志·图考》
中，还留下了一幅淠水边恬静雅致的“皋
祠远眺”美景图。

皋陶是司法鼻祖、德教先祖、六安之
祖。清明纪念法祖皋陶活动是我市设市以
来坚持多年的一项活动。由于今年疫情原
因，本次活动减少了参与单位、人员和内
容，践行文明健康方式，创新形式，并在
本市主流媒体网站上开辟了“皋陶纪念
馆”，建立在线祭祀平台，以表达广大民
众“祭之以礼”、寻根追思的缅怀之情。

庚子年纪念活动的主办单位为六安市
文化和旅游局、六安市司法局、民进六安
市委；承办单位为六安市广播电视台、六
安市皋陶文化研究会，相关领导及各界代
表30多人参加了祭祀活动。纪念活动由六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魏武主持，分为

“奏乐缅怀、敬献花篮、敬香祭祖、恭读
祭文、肃立鞠躬、乐舞告祭”六项礼仪。
在磅礴大气的《淮夷祭鼓——— 千年的祈
祷》乐鼓声中活动正式启动，尔后逐项依
次进行。

《乐舞告祭》是活动的最后一个环
节。该环节由三个礼仪节目组成，均由皖
西演艺公司承担创意和表演。乐舞节目意
在通过肢体动作，与祭文表达互为补充和
推进。

首先展示的是《开天辟地》。这个节
目表达为：在上古末期，通过司法鼻祖皋
陶“明刑弼教”、“德法结合”的有效治
理，文明的曙光已经显现，社会治理的规
范已经萌芽，这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
伟大进步。第二个表演节目为《立春》。
该节目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
突出古典风格，展示了姑娘们对新的一年
丰富多彩生活的向往，以及对风调雨顺的
期盼。第三个节目为情景诗朗诵《让法治
之光照耀追梦之路》。现场表演深情激
昂、气势恢宏，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既
赞美了皋陶“创五刑”、“兴五教”、
“明五礼”、“立九德”，首创部落社会
法治环境做出的杰出贡献，又讴歌了奋战
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和各条战线的英雄
们。一位参加活动的老同志事后与笔者交
谈，他好多年没有见过六安有这么打动人
的节目了，自己倍感心情激动，并流下了
眼泪。

笔者认为，我们开展纪念皋陶活动，
意在弘扬皋陶文化，传承皋陶法治精神，
打响皋陶文化品牌，奋发图强，继往开
来，增强文化认同，激励爱国热情，为构
建和谐平安六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而不懈努力。

一
去年盛夏，我赴大别山深入生活，杜兆雄同车回

乡。
车出合肥，他的电话一路上响个不停。他一一接

听，有问必答，耐心细致。到了霍山县城，在一家宾馆大
堂，他忙着给患者把脉诊病。慕名前来求医的人似乎要
把他包围了，午饭也是草草地吃。临近傍晚，我们才得
以脱身往大山深处进发。

在曲折蜿蜒的山路上，我们仍然不断地停车，杜兆
雄继续给患者看病、开药方、反复叮嘱。那些患者都是
在电话中约好的，早早就等在路边的熟悉人家，或者就
等在路边。遇到这样的特殊病人，杜兆雄就将病人请上
车，坐在车里望闻问切。这样，走走停停，天很快黑透，
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望着那些患者感激和希望的眼神，我明白了“不为
良相，便为良医”的非凡意义。看着杜兆雄不知疲倦地
忙碌、思考，能想象到作为一名良医，能为患者解除病
痛，心中该有多么地喜悦和幸福感。

屈指算来，这位皋陶医学淠衡钝斋学派的第四代
传人、省级非遗传人，已经默默奉献大别山革命老区近
半个世纪了。

二
杜兆雄的经历颇为传奇。
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同时跟随皖鄂名医、云卿学

派传人杜起鹤的大弟子杜本生，景云学派传人、太平张
氏正骨弟子万光煜学徒，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
却打下了师承的根基。公社和县卫生局发现他是一个
学医的好苗子，便推荐他去报考安徽医学院。

因为读书正赶上“文革”，他的数理化和外语考试
只得了极少的分数，作文却受到了高评。医学院爱惜人
才，将他调整到了中医专业。

在医学院读书期间，他的论文常有新意，给老师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毕业实习时，他被抽去参加编写学院
内的自编教材，即中医史上的第一本《经络学》教材。

杜兆雄受过中医的师徒授受、口耳相传的传统模
式教育，又接受了三年的课堂听讲、实验验证等院校教
育，收获颇大。

大学毕业后，杜兆雄是可以留校工作的，但是为了
报答山区人民和养祖父母的养育之恩，执意要求回大
别山。学校感其至诚，派专人到霍山送档案并介绍了他
的先进事迹。在县卫生系统当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会上，他被作为典型进行了宣传。

杜兆雄被分配到区社卫生院中规模最大的漫水河
区医院，很快就被任命为医院三人领导成员，参加区委
工作组赴陡沙河村驻点一年。驻点结束后，他被抽调到
县委办公室，先后跟随三任县委书记奔“点”跑“面”，增
加了不少见识，却也是“不务正业”。1979年，为落实中
央文件精神，解决中医后继乏人问题，在他的一再要求
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干预下，才得以归队重操旧业。刚归
队，就由省地县卫生主管部门点将，他担任了全国名中
医徐大桂遗著搜集整理小组的负责人、执笔人，师从徐
大桂嫡传弟子刘钟奇4年。

皋陶医学淠衡钝斋学派，是中华传统医药重要分
支——— 皖西地域医学的重要流派之一。该学派上承皖
西始祖皋陶，有着数千年的脉络传承，受到大别山西山
文化滋润，得到霍山丰富中药资源的支撑，由清末秀才
徐大昭悬壶行医肇始，其族弟兼弟子徐大桂完成，形成
蔚然大观，迄今110多年，至其女杜江已传承五代。

至此，杜兆雄白天随刘钟奇坐诊，积累临床经验和
资料，晚上整理徐大桂的医著遗稿，撮其精要。这其间，
他整理成书6本、论文6篇，其中《伤寒论类要注疏》由
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论文被《安徽医学》、《中医临床
与保健》杂志发表。

杜兆雄深得徐大桂、刘钟奇二代良师遗训的启迪

和临床教益，综合吸收了当代中医的研究成果和其它
流派特长，使钝斋医学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至一纸斋
医学阶段，被称为“双斋医学”。

2013年，杜兆雄、杜江编著的《揭秘双斋医学———
沁入21世纪的原生态中医》正式出版，该书36万字，汇
集了霍山民国时期四大中医流派，特别是钝斋学派的
学术经验及杜兆雄的自身成就。

三
霍山县位于大别山腹地，面积2043平方公里，总

人口36万，县内药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共238科1793

种，常见的重点中药品种就有100多种。
为了发挥中药在地区和全省的资源和学术优势，

1985年，杜兆雄创办了安徽省大别山中药学校。学校中
医药并举，以本县和六安地区为主，面向全省及邻省大
别山区，培养中医、中药、中护和社区医学专业学生近千
人，其中中医药600多人，短训中药栽培、加工人员800

多人。这些人才的培养，为近年市县政府实施西山药库
建设储备了人才，打下了基础。

在教学实践中，杜兆雄始终不脱离临床。他的人生
目标，就是“做真中医、用纯中药、求确切效”。为了这个
目标，他一直在不懈地求索，从没有停息。

多年坚守在临床一线，多年的探索研究，杜兆雄在
治疗肿瘤、乙肝、结石、痛症等方面逐渐积累了一些丰
富的经验，尤其是对肿瘤的治疗，有着自己独到的心
得。1986年，在“全国首届医学思维与方法学术研讨
会”上，他提出了“脏腑阳衰，经络气滞，邪踞毒聚，气化
紊乱”的16字病机，也有了24字的治疗方略：“局部温
阳，整体滋阴；间歇攻邪，持续扶正；重点调气，全面和
营”，派生了系列疗法。

2003年，杜兆雄依托大别山中药学校中医门诊部
疑难病科，成立了国内首家以在职中医个人命名的“杜
兆雄中医肿瘤研究所”，被市卫生局确定为“市级中医
专病建设单位”。

近些年，针对市场上假药、伪劣药增多的现象，杜
兆雄多次大声呼吁，要加强道地药材的规范种植，加大
大宗药材的林间种植、仿野生种植，规范炮制，以杜绝
农药、化肥残留，提高药效。

杜兆雄曾获得“首届安徽杰出青年中医”、“全国
基层优秀名中医”荣誉称号。如今，他虽然已经退休，
却仍然发挥着余热，在北京、合肥、霍山三地应诊、传
学，通过微信、视频，为远方病人和传人开方释疑，十
几个厚厚的大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好几千名患
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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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年六安市清明纪念法祖皋陶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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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芳草绿，又到是一年清
明时。霍山东西溪乡中心学校团委根
据疫情模式下的清明特点，精心谋
划，积极实施，在全乡中小学、幼儿
园组织开展以“别样的清明，一样的
思念”为主题的居家祭英烈文明实践
活动。

活动中，全乡中小学、幼儿园的
孩子们有通过电视、网络等途径了解
清明节的由来和习俗的；有通过电
视、网络等途径观看革命先烈的影
片、故事的，从而懂得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有登录中华英烈网，通过网
上祭祀的方式来“缅怀先烈、致敬英
雄、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同学
们自己在家制作了花束，画手抄报，

通过网上祭祀献给先烈，表达自己的
爱国之情。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则跟着
老师发的舞蹈视频，边跳边学习古诗
《清明》，小小年纪也让他们表达了
自己的爱国情操。

别样的清明，一样的思念，岁岁
祭忠魂。在这个特殊时期，该校团委
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孩子们
进一步了解了清明节传统节日的丰富
内涵，更使孩子们真正明白了如果没
有无数革命先辈的抛头颅洒热血，就
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在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爱国爱家
的种子，激发了孩子们感恩生活、关
爱他人、回报社会的美好品德。

(张启平 金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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